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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9 日﹕妙智法師博士﹕從佛教看營商之道 

 
2018 年 11 月 9 日，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有幸邀請妙智法師博士為大眾講授

「佛教、佛商與企業管理的智慧」。是次講座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，妙

智法師博士以佛教作為中心點，透過不同語系的佛經文本，以及各地嘗試運用佛教實踐

管理的真實例子，為大眾展示出佛教思想如何能具體地應用在現代的商業環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【郭詠恩報導】 

 
講座由中心主任陳劍鍠教授主持，他先介紹講者的特殊背景。法師曾就讀多間大學，

並擁有工商管理專業博士學位，發表論文十餘篇，主要研究佛教的文化、思想及歷史，

以及現代管理學，致力將兩者結合，發揚佛教思想。 
 

妙智法師先講述了現今佛教組織的發展，再以佛經中的智慧解釋如何實踐現代管理，

最後提出實際的案例進一步闡述。佛教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歷史，歷經不衰，世界各地

遍滿佛教的蹤影。以佛光山為例，除了一直在全球興辦寺院，接引普羅大眾以外，他們

也成功創辦美國西來大學，培育佛教人才，並在當地享有美譽。近來，多地也有舉行佛

教論壇，一同討論佛法。內地寺院更提出「祖庭復興」一說，透過修復有名的寺院，保

存佛教文化，達到薪火相傳的目的。 
 

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認為，企業要長久經營，則要有利他行善的精神和行動，而法

師認為這與佛法中一直提倡的自利利他不謀而合。公司除了顧及自身的利益外，更應該

顧及社會上所有相關利益者，肩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，並遵守倫理規範。因為唯有發展

出一套實際、創新以及可持續的營商方法，將目光放在改善整個社會上，這樣的企業才

能夠真正做得長遠。 
 

法師其後引用「六和敬」，即是佛教僧團共住時需遵循的六種生活方法，來說明公

司內部應該如何運作。公司應該適時關心及激勵員工，以便建立和諧的合作關係，打造

有效的團隊；並建立合適的制度，讓員工能夠遵守規章，得到所需的鼓勵和分配，而這

將能夠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。對外，企業亦應理解及尊重客戶的需要，抱持眾生平等的

態度，愛惜所有的生命及盡力保護環境。 
 

此外，企業在處事上不但要團融靈活，更要發洪誓願，作為企業的使命，以社會大

眾的福祉作為依歸，依此勇猛精進。法師最後強調到，佛教長期以來都是提倡愛國愛民，

尊師重道的宗教。 
 

然而，法師提到內地有企業以公司作為佛教修行的道場，卻有過猶不及之疑。雖然

發起人的發心良好，盼望能夠讓所有員工都能透過進行佛教儀式了脫生死，但在具體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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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上，卻應該小心避免成為「教主」，執著於法。 
 

法師講解詳細，充分地展現了佛教由古到今的演變，以及佛教靈活多變的特性，使

聽眾獲益良多。總結而言，修行路上，不落二邊，非實非有，因應變化，適時作出改變，

方能適應多變的商業環境。 


